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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睁开眼，我们就开始听到各种声音：鸟鸣、风声、雨
声、水流声……再后来，是厨房的抽油烟机、光波炉、破壁机的
轰鸣声……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与各种声音打交道，它们
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当然，除了那些常
用的家用电器，还有更多的机器在世界每一个角落上演着奏
鸣曲——液压机低沉而有力的轰鸣声、涡轮机连续且均匀的
嗡嗡声、冲床短促而有力的敲击声、剪草机连续的咔嚓声……
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的工业背景音。

曾几何时，机器不过是冷硬的钢铁与精密的齿轮堆砌而
成的工具，它们默默地在工厂车间里旋转，在农田上耕耘，似
乎与人的生活世界保持着一段难以逾越的距离。

茅奖、鲁奖获得者，知名作家刘醒龙的散文新作题为《又
忘了一个词》，忘了什么词，文中似乎没提及，却深情而深刻地
探讨了机器与人类文明的交织，以及时代变迁中机器命运的
沉浮。他赋予机器以情感与使命，展现了机器作为历史见证
者的不朽价值。

作为人类智慧的延伸，机器从简单的工具到复杂的计算
机系统，它们不断拓宽着我们的能力边界。科技日新月异的
今天，我们正逐步迈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时代——一
个机器不仅会计算、执行，甚至开始“说话”，与我们进行情感
交流的时代。

（周璐）

机器会说话

作为辽宁作家老藤的忠实粉丝，知其
极擅长对白山黑水地域文化的多面书
写。他的小说所涉领域宽广、笔力深厚、
意蕴绵长，文学性思想性专业性极强。印
象最深的是老藤十分钟情于对动物的描
写，他笔下的动物世界可谓活灵活现、情
趣十足、形神兼具。在他新近出版的长篇
新作《草木志》中，老藤出人意料地把笔锋
对准了植物界，以植物为纲目完成整部文
学作品的写作，不仅实现了他文学创作上
的自我突破，也为他的“北地”文学版图延
伸出新维度。

《草木志》以生物专业毕业研究生、
现任省直机关干部的“我”挂职驻村第一
书记为起笔，生动讲述了东北边陲驿路
古村落“墟里”，从即将被撤的落后村，快
速成长为特色文旅引领下生态优美、邻
里和谐新乡村的振兴故事。以草木为棱
镜，透视乡间人与事，是作品最为惊艳之
处。作者一方面以生长在墟里的打碗
花、拉拉秧、红菇茑、杨铁叶子、老地榆、
一把抓等植物为名，搭建起 29 个章节的
框架结构；另一方面又通过植物读人阅
事，为每一种植物关联起一位脾性相似
的关键人物形象，推动故事向纵深发展，
为小说状物喻人叙事提供了清晰的逻辑
架构。这样的谋篇布局可谓一举两得，
既直观呈现了墟里村“北地百草园”的生
态小环境，完成了“草木志”在生物领域
的专业写作；又以草木喻人，聚焦如草木
般植根于乡间大地的诸多普通民众形
象，为乡村振兴书写立体饱满、朴实智慧
的人物志英雄谱。

在小说故事情节的铺陈上，老藤借助
于“我”和上级领导老雷关于“有形之事”
与“无形之事”的多次探讨，对应乡村振兴
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两条主线起承转
合、徐徐展开。第一条主线通过“我”、村
主任邵震天、青年企业家寒寒等人建设望
乡厅、开发“驿路·遇见”文旅项目、修复小
龙庙、申请红松天然林自然保护区等有形

之事，为古驿路文化赋新能，搭建起墟里
村通往富裕之路的经济支撑和项目依托；
另一条主线以方、石两姓家族的三代恩怨
为线索，从追踪伤人蛇祸、殉情横祸、养殖
灾祸背后的真实原因入手，通过乡村治理
化解一系列邻里矛盾等无形之事，连接起
村民同向发力的“同心桥”，为墟里村振兴
之路注入更为持久的情感认同、思想认
同。这样的故事结构，使得小说不仅以引
人入胜的故事见长，更因深刻的思想性、
哲学性而耐人寻味，小说的社会价值、时
代价值也更为深远。

以山林之草木写乡村之故事，为小说
平添了倍感亲切的乡土气息。小说中老
藤对乡村生活进行了深度挖掘与还原，无
论是讲段子、说歇后语等语言表达，还是
嗑毛嗑、吃杀猪菜、喝小烧等生活场景，抑
或鼓乐队、吹唢呐、二人转等乡间文化，都
取材于乡村生活的真实写照，质朴的乡风
乡情扑面而来。小说立足于乡民视角，以
幽默讽刺的笔法，在多个章节批评反思了
乡村振兴中生搬硬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
义做法，从中窥探出老藤不仅在进行文学
创作，更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为乡村振
兴探索一条可供参照、可以复制的振兴样
本。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
是金山银山。老藤通过作品《草木志》，在
墟里村的振兴图景中深情描画了他心目
中的“金山银山”，展现出他对白山黑水这
片土地爱得深沉。书中的引子部分他所
提及的老师“白地”，正是“北地”在小说中
的化身。“白老师姓白，喜欢穿白色的衣
裙，梳一头黑绸缎般的直发”，正是他心目
中白山黑水的女神般形象。在他反复提
及的“炊烟袅袅”的人间烟火情里，洋溢着
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气息，使
得乡村振兴“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的美丽画卷跃然纸上。

（作者系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大连
市西岗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当下最大的政
治。中华文明在“轴心突破”期所创造的思想结
晶集中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因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
独特的中华人文智慧。为积极响应中国式现代
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等重大时代课题，“人民艺术家”王蒙与著
名历史学家王学典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
国式现代化的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对话。作为
对话成果集中呈现的《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
化：王蒙王学典对谈录》一书，近日由人民出版
社隆重推出。《对谈录》围绕“如何对待传统、如
何对待现代”等问题，深入探讨了我们当下应该
如何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
关系问题，尝试以对谈的独特方式碰撞思维火
花、凝聚基本共识、探索未来道路，因而体现出
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对谈”呈现了两位文化大家基于切身
阅历与经验的深刻思考。王蒙不仅是享誉世界
的著名作家，是“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
得者，也始终是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者、参与者
与推动者。王蒙的诸多小说作品如《组织部来
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等曾在发表后引发轰
动效应，多篇文学评论作品如《文学：失却轰动
效应以后》《人文精神问题偶感》等推动了学界
的诸多大讨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的文学文化走向问题、文化建设改革
发展问题都具有切身体会。“王蒙王学典对谈”
活动，即是王蒙基于对中国当下文化问题、理论
问题的深刻把握而率先倡议的。王学典是著名
历史学家，是人文学术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
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并追踪改革开放以来
的新观点、新主张、新思潮，对近四十年的文化
走向、学术走向、理论走向具有深刻理解和独到
判断，近年来更陆续提出“儒家思想的社会科学
化”“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等重要学术观点。
因此，对谈双方都是学术大家，都亲身经历了改
革开放以来思想文化的重大变迁和文化自信觉
醒的过程，是近四十年来文化建设的见证者和
参与者。这种名家对谈的形式，应该说是目前
探讨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一种崭新
创举。

二是“对谈”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应该如
何对待传统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近
年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第二个结合”的提
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更加被赋予了新
的期待，承担了新的文化使命，因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就成为一个
亟须深入探讨的重大命题。为更好地回答新
时代文化建设的使命问题，王蒙在此次对谈活
动发起之前就曾反复思考“传统文化的特色与
生命力”“儒学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强国与
文艺复兴”等问题，此次对谈即是王蒙上述思
考的系统性呈现。王学典近年来深入思考中
国历史文化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对传
统文化及儒学发展大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热
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与特征等问题都发表
了独到且深刻的见解。在上述思考的基础上，

《对谈录》首先回答了“人类现代文明建设为什
么而且必然能够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展开”的
重要问题，这是我们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回答的问题。其次探
讨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路径问题，一致认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要通过中国式现
代化来开辟实践道路，要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

结合来开辟理论道路。最后，进一步讨论了如
何通过传统文化的社会科学化和伦理型生活
方式塑造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通
过深刻理解西方现代化本质和把握赓续传统
的“中国式”特点来完成中国式现代化，进而实
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在上述逐层深
入的论证过程中，核心论点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是赓续中华优秀传统的现代化。

三是“对谈”兼具通俗性与深刻性、发散
性与系统性、文学性与思想性。首先，《对谈
录》是在对话的形式下进行的，其中有许多口
语化的表达。为了维持对话色彩与话头机锋
的原貌，未作过多修饰，因而具有口语化与通
俗性特点。同时，又因许多话题是两位先生
数十年人生经历经验和文化建设思考的集中
表达，对某些关键问题如现代化的必要性、文
明对话的优势等问题的讨论，往往三言两语
就直指要害，同时还披露了两位先生经历的
某些少为人知的故事与缘由。因而对谈在文
字表达上具有口语化与通俗性，在所谈论的
问题本身及相关认识上具有深刻性。其次，
本书的文字来源既有文字笔谈，也有现场对
谈，因而在讨论中时常随话题而迁延。“如兴
之所至时的随意性，谈论甲问题时岔到乙问
题上且有时忘记返回的发散性、跳跃性等”

“有写小说的习惯，喜欢放射性结构思维”等，
这正是思维活跃的表现，因而在具体话题上
呈现出分散性。同时，本书在集中编辑整理
时已考虑到对谈中各话题的逻辑关系问题。
因而在尊重两位对谈者原意和基本风格的前
提下，对本书呈现的三大部分内容及其章节
顺序按照论述逻辑作了调整，在现场对谈中
也就前期未曾展开的问题如改革开放以来的
现代化建设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
家思想等作了深入讨论。因而对谈在具体子
话 题 上 呈 现 分 散 性 ，在 总 体 上 仍 不 失 系 统
性。最后，对谈是在作家和历史学家之间进
行的，兼具文学家与历史学家的思维特征。
王蒙直言对谈是“小说家言与历史学者谠论
切磋应和”，因而文学家具体而感性的理解与
历史学家对规律性的追问在对谈中都有鲜明
表现。对谈中既有小说家、文学家特有的实
例描述与感性认识，如王蒙对《红楼梦》的隐
喻理解、对《庄子》的知识产权举例、对新疆快
速发展的赞叹、对古典诗词名句的引用等等，
都大大增加了《对谈录》的生动性与可读性；
同时对谈中也有基于历史学思维的思想性探
索与层层推进的理论论述，不断推动话题走
向深入，如对中国国情三大特征的概括、对中
华文明发展前途的论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两创”路径的新探索、对中国式现代化区
别于西方现代化同时区别于中国传统道路的
追问等等，都具有显著的创新性与深刻的思
想性。文学家与历史学家对传统文化与中国
式现代化关系的不同角度的解读与回答，在
此次对谈中不仅融为一体，更相得益彰。

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良性互动、完
美融合，其最深厚而活跃的根基就是当下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就是生活，就是人民”“特色
在于实践性”，这是两位先生在对谈中的重要共
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经由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必将
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
《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王蒙王学典对谈
录》特约整理者）

读毕阿毛新诗集《公园记》，合上书
页，我意犹未尽，惊叹又欢喜。惊叹英雄
城市武汉，居然有如此众多人文荟萃景色
斑斓美丽的公园！更惊叹诗人阿毛涉足
每一座公园的勃发兴致与深情厚爱。

湖北号称千湖之省，省会城市武汉，
城区和郊区，大大小小的湖多到数不胜
数。围绕着湖水会形成一些相应的公
园。我在武汉生活了半辈子，除了大名鼎
鼎地标性的大公园之外，《公园记》里所记
载的公园，百分之八十没去过，有些甚至
少有听说。

欢喜则来自《公园记》符合我对诗歌
的期待，厚达350页的诗集，阅读感受相当
愉悦。这可不是公园景点介绍的百度分
行体，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带着诗
人的体温与情感，如数家珍。

阿毛诗艺娴熟，表达方式多样，这里我
选取其中的三种写作特色做点简要介绍。

首先，擅长在客观呈现里进行不动声
色的诗性表达。诗歌《和母亲逛堤角公
园》，分别从公园的安静、热闹、醒目等几
种状态下，截取了堤角公园的一些日常景
象，诗人当然是在场的，更重要的是诗人
母亲的在场，语言简练质朴，即便是小到
颜色的对比也围绕在母亲身上：

菊花桃的玫红与我母亲银发的对比/
倒映在水帘洞的河面上

生动的细节之美，回到事物本身的客
观性呈现里，徐徐展开了一幅爱与怀念的
温馨画卷。这类风格的诗歌还有很多，比
如《王家墩公园》《青年节在中山公园读
诗》《紫阳公园记》等等。在场的鲜活体
验，使得阿毛笔下的公园无论是人文还是
自然风景，都与内心情感世界相投射，妙
笔生辉，巧妙糅合，诗性饱满丰厚。

其次，针对不同公园的人文特点，多角
度切入，高度凝练又别具一格的诗性表达。

《龙王阁》里航拍般的视角，将地理风
貌立体全面地呈现出来，寥寥数笔，却气
象恢宏。

“最美的母衣模板/还是这龙王庙俯
瞰下/浩浩汤汤漂流着的/青灰对襟衣”，
诗人在俯瞰视角下，运用的比喻，直观形
象，精准贴切。由此我们不难感受到诗人
对家园山水的自豪和热爱。

而在另外一首《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里，诗人则放下了高处远处全貌概
览式描述，一步步踏入了现场，也一步步
走进历史的深处，选取了既有历史感的物
象，又有现代感的物象，提炼出的形而上
思考，意味隽永深厚。

“……在铁铲开始的寻根/使幽暗从
裂缝透出来/个人史依附于城市的演变

史”
与人文景色不同，《诗画涨渡湖》则是

纯粹的自然风光。如何用短短的十几行
句子写出涨渡湖瑰丽的景色及其丰富的
变化呢？多才多艺的阿毛既是一位诗人，
也是一位优秀的画家，这首诗她又换了一
种进入角度，拿出了她的绘画功夫，先迅
速勾勒出水杉、落叶、飞鸟、野玫瑰，也没
忘了漏绘富有动态感的细节：空中的弧
线、水中的涟漪、云中的英姿。在诗歌结
尾，她直接运用绘画者的语言做总结：先
是迥异的速写素描/最后是不约而同的
——/巨大而有力的惊叹/与突兀而完美
的色块。

最容易同质化的自然风光描绘，在阿
毛简洁利落的笔下，呈现出辨识度极高的
语言质感。像这类诗歌还有《兰亭公园的
碎花长卷》《江夏中央大公园》《春天的小
朱湾》等。诗人总能在大同小异的自然风
光里，敏锐地发现不同之处，撷取精妙，书
写烂漫。

再者，灵动诙谐，直戳当下症结的诗
性挖掘。

这类诗歌的表达，也让人叹为观止。
在《于晴川阁眺望黄鹤楼》中，诗人这样
写：……咀嚼塑料花的/牙齿咬不开自然
派的坚果。

全诗开头略显低沉的语调，接着运用
强烈反差的意象，将现代人的茫然，开诚
布公地揭示出来。接着诗人笔锋一转，诙
谐反讽，劝告在旧码头碑下拍抖音的中
年：/取来新船上的救生圈/套在发福的腰
间/删剪走秀的人群和道具／自然秉持的
三段论而非三点式。

读者忍俊不禁之时不由得也跟着诗
人一起思考、慨叹！像这类诗还有《纱帽
公园》《山水公园》《落雁岛》《北洋桥公园》
等。诗人对家园的赞美毋庸置疑，纯粹真
挚，但她的诗却没有仅仅停留在赞美层面
上，同时也敏锐捕捉到当下文化在文明进
程中的矛盾之处。

阿毛的《公园记》所录景观，横跨武
汉三镇，洋洋洒洒，包罗万象，远不止我
上面所说的几种风格特点的表达。主题
多元、立体，给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绘制了一卷现代性与古典美相辉映的诗
歌画册，繁复与清隽，简笔与伏笔，浓墨
淡彩，诗人悬腕自如，不仅对武汉三镇的
城市公园进行多方位多角度全景式展
映，同时也有鞭辟入里抽丝剥茧的透析，
是诗人对家园赤子情深的凝望和身心沉
浸式的抒写。

（作者系湖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长
江丛刊杂志社诗歌栏目编辑）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1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指出：“社会主
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习近平总书记
还引用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有关创作导向的话语，并结
合自己对文艺创作的理性认知，言简意赅地回答了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什么和如何为的问题，进而
为新时代中国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体现在蕴含民
众利益及情感诉求的丰富多样历史与现实内容上。
中国文艺源远流长、绚丽多彩，来自人民也服务人
民。文艺创作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文艺生生不息、
繁荣进步的关键因素和根本动因。在中国古代社
会，普通劳动人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不能用书面形
式进行创作，因而文艺创作是靠民间口头传授方式
得以赓续。但无论文艺创作采取何种方式，都离不
开人民生活的广袤大地。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大
力突出人民性，是我国文艺事业的生命之根和生存
之本，正如鱼之于水、鸟之于林，不可须臾离分。回
顾中国文艺发展史，无论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伍子
胥变文》《王昭君变文》，还是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

《孟姜女变文》，以及反映时事的《张议潮变文》等，都
在揭露社会腐朽落后现象的同时，倾力讴歌勤劳智
慧的人民群众。其中，宋、金时期的代表作品《碾玉
观音》《错斩崔宁》《杨温拦路虎传》《杨思温燕山逢故
人》《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元、明时期的演义小说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
群众的思想愿望和情感诉求。文学名著《红楼梦》

《聊斋志异》的出现，为中华文学贡献了更为经典的
文学作品，其内容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
蕴含着鲜明强烈的人民性。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体现在现代民间
艺人和文艺家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多种类创作成果
上。如中篇说唱鼓词《二全镇》《对花枪》等，短篇鼓曲

作品《红月娥做梦》《借》《偷石榴》《闹天宫》《打黄狼》
等，都具有清新朴实的民间艺人风格，且传唱一时。
现代文艺作品有鼓词《大劝国民》《早婚害》，单弦《秋瑾
就义》等。1927年以后，革命家、理论家、作家瞿秋白
不仅在文艺理论上有独到建树，还亲自参与修改了鼓
词《王大嫂》；女战士李素娇编唱的五句落板《白军士
兵出路歌》和很多歌颂土地革命、歌颂红军的小唱，起
到了很大的革命鼓舞作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作家
赵树理、王亚平，战士毕革飞，民间艺人王尊三、韩起
祥、沈冠英等人创作的文艺作品，如《晋察冀小姑娘》

《刘巧团圆》《考神婆》《大生产》《王丕勤走南路》等，均
很好地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具有突出的
人民性。而在国统区，一些进步作家也积极创作带有
人民性的文艺作品，如老舍的鼓词《王小赶驴》《张忠
定计》《新女性》等，而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
舍、曹禺、沈从文、萧红、张爱玲、丁玲、周立波、孙犁等
作家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创作的作品，如《呐喊》《彷徨》

《女神》《子夜》《林家铺子》《家》《春》《秋》《四世同堂》
《雷雨》《原野》《日出》《边城》《长河》《生死场》《呼兰河
传》《金锁记》《小团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
雨》《山乡巨变》《白洋淀纪事》《荷花淀》等，更体现了文
艺创作源自人民、反哺人民的特征与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还体现在当代文
艺家深入人民群众之中，不断为人民输送具有人民性
的文艺精品的文化自觉上。文学创作方面，有《红旗
谱》《红岩》《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烈火金刚》《林
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敌
后武工队》《平原枪声》《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
人》《创业史》《艳阳天》《平凡的世界》《许茂和他的女儿
们》《白鹿原》《鸡窝洼人家》《高山下的花环》《红高粱家
族》《命若琴弦》《我与地坛》《乔厂长上任记》《大墙下的
白玉兰》《夜的眼》《尘埃落定》《人世间》等。电影电视

剧有《伤逝》《阿Q正传》《子夜》《林家铺子》《家》《四世
同堂》《原野》《边城》《刘三姐》《青山恋》《青春之歌》《战
火中的青春》《李双双》《英雄儿女》《创业》《闪闪的红
星》《洪湖赤卫队》《五朵金花》《芙蓉镇》《天云山传奇》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喜盈门》《难忘的战斗》《人到中
年》《小花》《鸦片战争》《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大决
战》《凤凰琴》《生死抉择》《惊涛骇浪》《觉醒年代》《潜
伏》《智取威虎山》《沸腾的群山》《父母爱情》《大山的女
儿》《狂飙》……这些文艺精品，或凄美悲壮，或曲折幽
婉，或慷慨激昂，或粗犷张扬，或柔情似水，或意味深
长。它们千姿百态，各美其美，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对
艺术追求的精益求精，对人性刻画得鞭辟入里，对世
相描绘的生动传神，进而凸显出对生命的尊重，对精
神的追索，对灵魂的展示，对人民性的重视。

一部中国现代文艺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中国
社会变迁史、中国百年思想史。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则是贯穿文艺创作始终的生命线，是中
国式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生命之本。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自觉突出文艺创作的人民性，不是躲避
崇高、犬儒失范的率意而为，也不是狗苟蝇营、苟且偷生
的小市民生存相之呈现，不是“一地鸡毛”式世俗生活逻
辑遵循。当我们在谈论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的时候，要警惕和抵制在理论范畴内的作秀，在实践范
畴内的内卷，要对文艺创作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切实有力
的动能支持。置身新时代，文艺家要少点功利心，多点
事业心，埋头苦学，祛除浮躁；要在“有限”中写出“无
限”，在“限制”中凸显“酣畅”，努力创作更多为广大人民
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
弗失固有之血脉”，具有较大思想深度、复杂多样的历史
和现实内容及丰富生动故事情节的精品力作，努力推动
中国文艺事业从高原迈向高峰。

（作者系广东省作协文学评委会委员，深圳市文
艺评论家协会顾问）

文艺创作离不开人民和大地
□周思明

诗人对家园赤子情深的凝望
——读阿毛诗集《公园记》有感

□夜鱼

以草木为棱镜
——读老藤《草木志》有感

□安建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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